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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市第二届“邮储杯”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项目大赛
决赛项目展示

高 田 王 “ 老 兵 帮 ” 成
立于 2019 年，是一支平均
年龄 65 岁以上的退役老兵
志 愿 队 。 团 队 要 求 脾 气
好、心思细、品行端的老
兵才能加入“老兵帮”。他
们不仅帮困难老兵，也帮
高龄老人。通过走访，确
定重点帮扶对象，建立日

常服务与应急保障机制，努力做到随呼随到，待
老人如亲人，温暖暮年最后一程。“老兵帮”坚持
部队的优良作风，服务不计报酬。目前，他们服
务过的老人已达上千人，服务万名老人是“老兵
帮”的新目标。

“温暖暮年”老兵志愿者陪伴助
老项目

该 项 目 由 北 仑 区 百 灵 鸟 社 会 服 务 中 心 于
2022 年 实 施 ， 采 用 “ 一 排 二 组 三 结 对 四 传
承 ” 的 四 步 法 ， 将 老 兵 故 事 与 未 成 年 人 的 红
色 教 育 有 机 结 合 。 通 过 一 系 列 精 心 策 划 的 活
动 ， 将 老 兵 们 的 红 色 故 事 记 录 下 来 ， 同 时 成
立 老 兵 与 少 年 红 色 宣 讲 队 ， 在 宣 讲 过 程 中 传
播 红 色 文 化 ； 并 为 每 一
位 老 兵 拍 摄 了 个 人 纪 录
片 ， 制 作 成 册 ， 发 放 在
各个学校、社区，同时将
纪录片作为辖区内小学的

《开 学 第 一 课》 进 行 播
放，让红色种子在年轻一
代中生根发芽。

岁月港城——老兵故事少年传
项目

“平安卫城365”——镇村救援
能力提升志愿服务项目

该 项 目 旨 在 通 过 一 系 列 关 爱 活 动 ， 帮 助 参

战 老 兵 提 高 生 活 质 量 。 内 容 主 要 包 括 ： 开 展 慰

问 活 动 ， 为 困 难 老 兵 送 去 物 资 与 关 爱 ； 举 办 退

役 军 人 交 流 会 、 运 动 会 、 参 观 红 色 景 点 感 受 祖

国 日 新 月 异 的 变 化 ， 丰 富 老 兵 的 文 化 生 活 ； 组

织 心 理 辅 导 ， 为 老 兵 提 供 心 理 咨 询 服 务 ； 加 强

政 策 宣 传 ， 帮 助 老 兵 了

解 并 享 受 到 国 家 的 优 抚

政 策 。 2024 年 至 今 ， 已

陆 续 开 展 “ 福 森 杯 ” 退

役军人运动会、“守护荣

耀 ” 参 战 老 兵 绍 兴 游 等

相关活动。

参战老兵“爱的陪伴”志愿服务
项目

该项目以奉化 10 个社区为主阵地，采用剧本
杀沉浸体验模式，创新红色教育方式，组建由社区
工作者+志愿者 （教育+文艺+老兵+红史） 为主体
的“1+4”志愿服务体系，通过“编”“招”“演”

“思”四步法，将本地红色教育故事转化为剧本
杀，以老兵领学、青少年演学，开启特色化红色

体 验 之 旅 。 青 少 年 在
“ 剧 本 中 学 、 表 演 中
感 、 分 享 中 悟 ”， 让 红
色教育入脑入心。截至
目 前 ， 已 开 展 活 动 95
次，建立社区国防教育
馆 1 个，并得到 《中国
火炬》 报道。

集结号——红苗成长营志愿服
务项目

该项目服务对象主要
面向奉化全区 32 户特扶、
子女残疾4级以上退役军人
家庭，这类家庭中普遍存在
因缺乏精神寄托而导致生活
自信心不足、就诊不便、社
交互动少等三方面困境，
项目团队通过“精准锁定
项 目 人 群 、 设 计 项 目 方

案、对接各方资源、个性化实施”开展生活陪伴
和健康帮扶服务，以构建助医帮扶、朋辈互助、
社会支持三大网络为着力点，最终形成“政府主导+
社会组织协助”的精准化帮扶体系，切实提升他们的
生活质量。截至目前，已累计提供入户走访2105次，
居住环境改造15次，就医陪护26人次。

青鸟护松——特扶退役军人家
庭关爱志愿服务项目

该项目聚焦海西，关注困难退役军人及现役

军人家属。他们多居于老旧偏远区域，居住条件

差。四叶草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链接社会力量，

通过改造居住环境，如墙面刷新、设施完善等优

化生活环境；给予心理关怀，组织活动增强幸福

感 ； 联 动 多 方 ， 整 合 媒

体 宣 传 营 造 尊 军 崇 军 氛

围 。 该 项 目 旨 在 改 善 其

家 居 与 生 活 条 件 ， 增 强

退 役 军 人 荣 誉 感 和 尊 重

感 ， 推 动 全 社 会 形 成 拥

军崇军风尚。

“亮居微改”——海曙西部高山
困难退役军人居室修缮志愿服务项目

该项目链接基层退役

军人工作站，建立烈士遗

物修复求助平台，一方面

承接来自全国各地的烈士

遗物修复，对每一份烈士

遗 物 进 行 “ 把 脉 问 诊 ”，

并用文字、影像记录遗物

背后的故事；另一方面通

过 “ 时 光 修 复 师 ” 的 巧

手 ， 让 原 本 破 损 遗 物 恢 复 往 日 的 色 彩 、 焕 发 新

貌。最终，通过举办红色文书修复展以及宣讲等

方式让遗物背后的故事长久流唱，让红色精神代

代相传。

“我为烈士修遗物”志愿服务
项目

该 项 目 以 “ 平 战 结
合”方式打造新芝社区老
兵志愿服务队，以党建为
统领，深挖社区内退役军
人志愿服务资源，把退役
军人这股力量集结在党旗
下，参与社区各类治理服
务。现辖区内共有 7 支常
态治理队伍，为居民提供
日常服务，还有 1 支战时应急突击队伍。志愿服务
队共有注册志愿者 60 人，其中退役军人 30 人，他
们持续发挥老兵“退役不退志”“甘洒热血护家
园”的军人精神，做到“党委有号令、老兵见行
动、服务为人民”。

小巷卫士志愿服务项目

该 项 目 由 西 管 社 区 军 嫂 社 工 发 起 ， 组 织

退 役 军 人 成 立 薪 火 传 志 愿 服 务 队 。 项 目 针 对

军 人 子 女 缺 乏 父 爱 问 题 ， 实 施 “ 理 解 — 陪 伴

— 引 导 ” 机 制 ， 举 办 百 余 场 活 动 ， 改 善 孩 子

性 格 ， 增 进 家 庭 和 谐 ，

获得社会认可。现设军

人家庭后方服务站，扩

大关爱范围，为军人家

庭 孩 子 送 去 温 暖 与 关

怀。

“长大后我要成为你”——江北区
护航现役军人家庭孩子志愿服务项目

该项目由宁海县岔路阳
光公益服务社运营，以关爱
临终退役军人为主要目标，
自 2016 年 11 月以来，为患有
各类老年病或癌症晚期退役
军人提供临终关怀服务。项
目主要服务内容包括为老兵
洗头理发、洗脚剪甲等日常
身体护理；通过老兵安抚老

兵，给予其心理支持，舒缓恐惧、焦虑的情绪，尽力满
足老兵临终前愿望，让其不带遗憾离开。本项目志愿
者成员从最初的 7 个人发展为 48 人，其中退役军人
26 人，成立至今已完成临终关怀 160 人次，生命关怀
1870 人次，志愿服务 17520 小时。团队的志愿者被人
们誉为“生命摆渡人”，团队获得浙江省品牌社会组
织、浙江省普法优秀志愿组织等荣誉。

戎光摆渡人——退役军人临终
关怀志愿服务项目

该项目直接受益对象为新桥镇东溪村及附近
驻训的部队官兵，间接受益对象为每年在象山县
驻训的部队官兵。项目充分发挥新桥镇橄榄绿退
役军人志愿者大队的作用，以打造服务驻训部队
生活保障部、演训后勤部、事项协调部和军民宣
传部为总体模式，充分利用地方资源，全方位开

展驻训部队保障、军民
事项协调等工作，着力
提升驻训部队的日常生
活 质 量 和 军 事 演 训 效
果，浓厚全县尊军崇军
氛围，为推进强国强军
贡献东溪村退役军人力
量。

“奏响拥军四‘部曲’，保障驻训
有‘老兵’”志愿服务项目

目 前 ， 基 层 网 格 化 已
成为管理和服务百姓的一
种新模式，但网格化难免
也会出现下沉不足，触角
不深的“真空地带”。针对
这一现状，“铁血网格兵”
志愿服务队应运而生。

本项目是由 33 名东福
社区退役老兵组成，通过

体系化建设，形成了“1+10+N+2”服务模式和
“微网格+X”管理模式。现在，社区矛盾纠纷有人
调解、问题隐患有人排查、基础信息有人收集、群
众活动有人组织⋯⋯“网格兵”已成为基层社会治
理“最后一公里”的核心力量。

“铁血网格兵”志愿服务项目

该项目改变传统关爱军娃的方式，聚焦创

造力与自我成长，培育有家国情怀的军娃，实

现从“观看榜样”到“成为榜样”的成长。由

党员退役军人、军嫂、骨干军娃发起“小兵班

长”成长计划志愿服务项目，围绕“校—营—

社”三方联动，以“军

娃成长三部曲”为培育

体系，以爱国主义教育

为核心理念，激励军娃

成 为 有 理 想 、 肯 吃 苦 、

爱 奉 献 的 新 时 代 好 少

年 ， 让 军 人 家 庭 安 心 ，

共筑强国梦。

“小兵班长”军娃成长计划志
愿服务项目

鄞州区一家人志愿服
务队联合 5 所在甬高校 ，
组建退役军人大学生志愿
服务联盟，运用互联网思
维，以青年人喜欢的方式
采 用 “ 网 络 直 播 + 短 视
频 ” 的 形 式 ， 搭 建 直 播
间，退役大学生志愿者作
为 主 播 ， 通 过 “ 红 色 故
事”“红色访谈”“红色研学”“红色集市”等直播
模式，让红色文化通过云端“跨时空”“破地域”。
充分挖掘参战老兵的红色故事，通过志愿服务模式
创新，将其转变为价值永恒的红色资源，激励影响
更多的年轻人崇军爱国。

永恒的记忆——退役老兵红色
传承志愿服务项目

老兵护“未”——老兵关爱特殊
青少年志愿服务项目

该项目是余姚市四明红心志愿服务队以“寻访
参战老兵，传承红色基因”为宗旨开展的志愿服务项
目，以参战老兵和困难退役军人为重点，通过“寻访
慰问”“帮助关爱”“宣讲宣传”，着力营造全民国防意
识和崇军氛围。团队共有志愿者 70 人，其中退役
军人 36 人。项目自 2021 年开展以来，慰问抗日战
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、援越抗美、对越自
卫 反 击 战 、“3 · 14 海 战 ”
和核试验基地的老战士以及
优秀退役军人和困难退役军
人 300 余人，在传承红色基
因、提供心理抚慰、帮助日常
生活、开展法律援助方面发
挥着积极的作用。

老兵“心传”——扬拥军情怀
传红色基因项目

该项目是由余姚市战狼
户外公益救援队发起的针对
余姚市及省内外重大自然灾
害和公共安全事故的应急抢
险和救援项目，自 2015 年开
展至今救援队共参与省内外
各类应急救援行动 80 余次。队伍拥有志愿者 60
人，其中退役军人 32 人。本着“急时应急、平时服
务、战时应战”的原则，队伍常年坚持开展社会志
愿服务，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服务 13 万余人次，时长
达 2 万余小时；常年在战狼综合基地协助有关单位
开展救援技能培训和减灾防灾知识宣传服务，累
计服务达 1000 余人次。队伍曾获评宁波市“五星级
基层党组织”“疫情防控优秀志愿服务组织”“最美
退役军人工作团队”等荣誉。

抢险救急——做群众身边的守
护兵项目

该项目重点聚焦非遗泥塑文化“小众、难传
播”与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“枯燥、难落实”的
问题，将前者的灵活实践性与后者的理论深刻性
有机结合。采取“1+1+1”模式，上好退役军人
手把手教授青少年泥塑手工制作课程，以退役军
人 精 神 传 承 优 秀 非 遗 ， 引 导 青 少 年 了 解 红 色 文

化、国防文化，传承革
命精神，磨意志、勉自
我，形成青少年自身责
任感与使命感，进而不
断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
教育，为将其培养成为
国 之 栋 梁 打 下 精 神 基
础。

童塑戎耀——爱国主义非遗说
项目

镇海区“甬尚老兵·
戎光宣讲”志愿服务团队
主要由全国劳动模范、全
国模范人民调解员、全军
优秀政治教员、最美人物
等 120 余 名 退 役 军 人 组
成。成立两年来，团队发
挥老兵政治优势、经验优
势、专业优势，积极投身

“第二战场”，先后开展各类宣讲服务 4200 余场
次、解决各类实际问题 1 万余个，受众人数超 40 万
人次，被评为浙江省基层理论宣讲先进集体、宁波
市“最美退役军人工作团队”。相关做法被人民
网、央广网、中新网等媒体广泛报道。

镇海区“甬尚老兵·戎光宣讲”志
愿服务项目

该项目将在慈溪市观海卫
镇观城片各村（社区）全面开展，
通过建立“三级救援网络”，提升

“六项应急能力”，实施“五类救
援科目”，形成“平安卫城 365”
应急救援志愿服务模式，项目中退伍军人发挥重要作
用，展现了“退役不褪色”的精神风貌。活动内容包括：
举办应急救援科普宣教活动、组织志愿者参与应急救
援培训与演练、建立突发事件信息报告机制、协同相关
部门开展联合救援、参与善后恢复工作、协助村建立村
级救援队等。目前，项目已在观海卫镇施叶村完成试
点。2023年12月20日，“卫城救援—施叶村队”成立，陆
续开展医疗救护、水上救援、绳索救援、灾害现场评估
等培训，协同镇村开展救援演练等相关活动。

鄞 州 区 “ 护 未 归 航 ” 老 兵 志 愿 服 务 队 针 对
严 重 不 良 行 为 、 社 区 矫 正 的 未 成 年 人 ， 通 过 老
兵 自 身 经 历 ， 言 传 身 教 ， 以 生 命 影 响 生 命 ， 助
力 青 少 年 正 面 成 长 。 志 愿 服 务 队 总 结 了 “ 老 兵
四部曲”：讲故事、寻根脉、做公益、结对子，
让 孩 子 们 听 得 进 、 喜 欢 听 、 有 改 变 。 老 兵 帮 助
孩子们去标签，丰富孩
子们的朋友圈，让他们
更多接触正能量，让孩
子 向 上 向 善 ， 学 会 感
恩 ， 通 过 帮 一 个 孩 子 ，
扶一个家庭，稳一方社
会，助力青少年正向成
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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